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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黄金、购物卡都可成“马甲”

小心“蒙面”高利贷
“即申即放”“无

需担保”，通过租借手
机、回收购物卡、回收
黄金提货券即可获得
贷款……这些往往都
是高利贷的陷阱。

近期，上海警方
调查发现，部分网络
平台以物品租借和回
收为名放高利贷，收
“砍头息”，部分借款
者借贷年化利息最高
可达400%。

枸杞作为“药食同源”的代表性品种，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
保健品等领域。然而，看起来颗粒饱满、鲜艳红亮的枸杞，背后却
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有着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威胁消费者身
体健康，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用“狠活”提色增艳

记者起底“美容”枸杞

新华社发

“商品回收”成高利贷“新马甲”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非法放贷
平台改变过去“放贷—收债”的套
路，将放贷行为包裹在回收实物或
虚拟产品的外衣里，通过将环节拆
分，增加犯罪隐蔽性。

——“手机租借型”。上海市民
姜女士与某借款平台约定，她以“租
借”一部价值9000元的手机为名进
行借款。平台实际上并未把手机寄
给姜女士，而是将手机寄给回收商
进行倒卖后，再把手机款打给她。
不过，扣除首期“租金”和“中介费”
等，姜女士实际上只拿到 6300元。
此后，姜女士要分 12期在 3个月内
返还平台18000元。

在犯罪嫌疑人的引导下，姜女
士以这种方式在多个APP共获得资
金 14万余元，但 3个月就需偿还 42
万余元。

姜女士报案后，警方展开侦查，

先后抓获柚柚商城、优租、壹点商城
等 5个非法放贷平台的实控人 11
人。经初步核查，这些平台已累计
向不特定人群非法放贷 2000余万
元，涉案人数达数千人。

——“黄金提货型”。来自河北
的周先生表示，他在一个名为“小兔
花”的 APP上借贷，收到的不是现
金，而是平台给予的购买黄金提货
券的授信额度。

“黄金提货券并不能直接兑换
黄金。平台要求对黄金提货券回收
后，才能放款。我使用4.3万元的额
度买了57克黄金提货券，意味着跟
平台借了 4.3万元。黄金提货券被
回收后，平台要扣除各种手续费，实
际到手只有2.9万元。”他说。

部分借款者表示，有的平台提供
专门用于购买黄金的借款额度，但只
能在该平台购买，而该平台上的黄金

价格比市场价高出近200元／克。借
款者在收到黄金后以市价套现，相当
于被平台收了很高的“砍头息”。

——“购物卡回收型”。来自浙
江的赵先生告诉记者，他在某金融
平台上借款2400元，借款周期是一
个月。平台实际向其发放 1900元
面值的购物卡，外加在线视频和音
乐会员权益；平台承诺可对1900元
购物卡进行现金回收，但需扣除折
现费208元。

“借 2400 元，实际到手只有
1692 元。此外，我还要额外支付
130元利息。”他说。

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经侦支
队金融犯罪侦查队队长张晨晖表
示，嫌疑人之所以将放贷环节复杂
化，目的是通过复杂的实物或虚拟
物品流转，让非法放贷看上去更像
是正常交易，躲避警方侦查。

今年以来，上海公安机关已侦
破非法放贷案件30余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110余名。办案人员表示，
当前相关非法放贷案件呈现出多个
新特点。

一是不断变换“中介物”作为障
眼法。有的不法分子以会员“权益
卡”“代金卡”等不具备流通性的虚拟
物品充抵部分贷款本金，增加借款人
融资成本，变相发放高利贷。有的不
法分子非法开发所谓“融资租赁”或
者电商平台APP，以手机和电脑等电
子产品融资租赁、充值卡等有价实物
买卖为幌子，通过“租机变现”“实物
回收”等方式变相发放高利贷款。

二是不断变换“砍头息”的名
目。与以往直接从本金中预先扣除
利息的“砍头息”不同，部分不法分

子会以担保费、服务费、手续费为名
变相收取“砍头息”。

在警方侦破的案件中，有的不法
分子以“即申即放”“无需担保”“不查
征信”等噱头诱导借款人下载APP，
通过事先设置的隐藏条款，使借款人
在APP中输入身份证及银行卡信息
后，自动收到一笔小额贷款且不能提
前还款。这笔贷款会被不法分子以
担保费、服务费、手续费等名义变相
收取“砍头息”，导致实际放款金额远
远小于APP上显示的贷款金额。

三是不断拓展招揽客源的渠
道。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平台的隐
蔽性和快捷性，通过网络论坛、社交
群组、APP平台及各类自媒体等线
上平台招揽客源，获取的客源更多，
辐射的地区更广。

“类似‘手机租借’放贷APP，往
往并不在应用商店上架，属于没有
备案的非法应用。有的不法分子会
通过 APP非法获取借贷人的通信
录。如借款人到期后无法按约定金
额偿还，不法分子便会通过短信、电
话‘轰炸’持续骚扰借款人及其亲
友，以‘软暴力’迫使借款人偿还高
额利息。”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
查总队一支队探长程阳旭说。

程阳旭表示，不法分子以“实物
租借和回收”巧立名目实施高利放
贷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还可能
催生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等犯罪行为。此外，此类不法
分子往往与其他黑灰产相勾结，为
洗钱、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其他违
法犯罪活动提供便利。

变换名目“软暴力”催收

业内人士认为，针对当前非法
放贷出现的新变体，可通过“大数
据+AI”进一步加强对违法放贷APP
的监测、预警、处置，同时加强跨部
门协作，提高执法效率，对蒙面“高
利贷”精准打击治理。

北京理工大学网络安全研究
所所长闫怀志表示，从技术治理的
角度来看，可以加强代码审查与监
控，比如开发专门的技术工具，对
一定范围内的 APP代码进行深度
扫描，识别出潜在的违法功能和行

为模式。
“手机操作系统提供方和应用

商店可利用大数据分析和AI辅助
识别，加强对APP的运行和用户反
馈检测，识别出异常交易模式或高
风险行为，快速识别出违法放贷等
应用，从而阻止恶意APP的安装和
运行。”闫怀志说。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警方已依托“专业+机
制+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联合相
关金融监管部门严厉打击、严密防

范非法高利放贷等各类信贷领域违
法犯罪，按照“个案到类案、类案到
行业、行业到生态”的工作链路，紧
盯高发突发领域，全面汇集数据资
源，深挖上下游进行全链条打击。

上海警方提醒，市民群众要增
强防范意识，如有资金需求，要通过
正规渠道，向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
持牌机构申请贷款，切勿从非正规
渠道进行高息借贷，以免造成经济
损失、信息泄露等。

据新华社

加强精准打击治理力度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格尔木市生长出的枸杞因颗粒
大且饱满、色泽鲜红、果肉厚实、含
糖量高等优势深受消费者喜爱。
然而有知情人表示，这里有些厂
家、商户在生产枸杞的过程中存在
使用焦亚硫酸钠进行“提色增艳”
的情况。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
枸杞产业发展条例》里明确规定，
生产、加工枸杞及其产品过程中，
禁止使用焦亚硫酸钠及其替代品。

记者发现，当地市场上的商户
为了把品相不好的枸杞也卖出去，
动起了用焦亚硫酸钠增色的歪心
思。

在格尔木种植枸杞的河西农
场，正值格尔木枸杞的成熟季。记
者在农场水渠边偶遇商户正在使
用焦亚硫酸钠，在与商户的交谈中
得知，头茬和二茬枸杞不用使用太
多焦亚硫酸钠，加多了容易显得
假。三茬枸杞成熟时，天气转凉，
需要大量使用焦亚硫酸钠才能保
证枸杞外观艳丽。

商户透露，枸杞中加入焦亚硫
酸钠的根本目的是把品相不好的
枸杞卖出去，多赚钱。有商户坦
言，他们都知道焦亚硫酸钠不让
加，格尔木市也每年都查，但后来
发现不加会亏钱，干脆也开始放焦
亚硫酸钠了。

熏制现场 让人呼吸困难泪流满面

记者来到甘肃省靖远县，这里
的枸杞种植面积大约有 28万亩，
遍布全县 14个乡镇，在被称为“枸
杞小镇”的五合镇市场上听到了另
一个新词汇——硫磺。

在甘肃省靖远县的村庄里，商
户们表示，新鲜的枸杞摘下来后，
也要先用“亚钠碱水”洗过一遍，这
样晒出来的果子才会鲜亮好看。
但要是一下雨，即使是焦亚硫酸钠
洗过的枸杞，品质也很难保证。这
时，就只能用撒手锏——熏硫磺。

温度低、阳光不好也会影响枸
杞的品质，解决办法还是熏硫磺。
有些商户为了节省成本甚至会选用
工业硫磺，然而工业硫磺不能用作
食品加工，对人体健康有多种危害。

记者在一户村民的门口空地
上，发现了收购枸杞的商户搭建起
的塑料棚子。深夜，记者靠近塑料
棚，掀开帘子，发现棚内地上已经
完全被染成了黄色。

仅仅挑开一个口，记者就瞬间
吸入了大量刺激性气体，呼吸困

难、泪流不止。开帘通风后，记者
进入棚子发现了被熏制后的枸
杞。天亮后，这个棚子就被拆掉
了。第二天凌晨，记者又在马路对
面发现了一个浓烟滚滚、散发着刺
鼻气味的熏制棚。下午再去查看
时，棚子的塑料布也已经被拆掉
了，几十板枸杞正在散发水分和气
味，等待进入旁边的大棚进行晾
晒。

村里一些偶尔参与枸杞熏制
的村民也坦言，他们一般都是下午
搭棚、晚上熏制，第二天白天晾晒。

除了白茨林村，在甘肃省靖远
县东升镇的东兴村记者也发现了
熏制棚。只要稍微靠近，就会被刺
鼻的味道呛到，难受不已。在这
里，商户们用硫磺熏枸杞的行为可
谓是明目张胆，大袋的工业硫磺，
非常显眼地摆放在院子里。

而在甘肃省靖远县的靖安乡，
有商户直接把熏制棚搭建在了农
户的院子里，甚至毫不掩饰他卖的
就是硫磺枸杞。

硫磺枸杞 被卖到了哪些地方

这些用工业硫磺熏制的枸
杞，究竟卖到了哪里？记者走访
当地市场发现，商户们表示，这些
硫磺枸杞有的进了火锅店、小药
铺，有的进了茶包，还有的被制成
了枸杞酒。

记者随后将在靖远县购买到
的枸杞样本，送到了宁夏国际枸杞
交易中心质量检测站进行了检
测。检测结果显示，记者送检的11
个枸杞样本，依照《食品添加剂使
用卫生标准》检验得出：所检二氧

化硫项目不符合《DBS64/64001—
2022》规定，根据每公斤小于等于
100毫克的判定限值，判定结果全
部不合格。

2019年 11月青海省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出台施行了高于国
标的地方标准。而甘肃，也是多年
多次地出台培育地方枸杞种植加
工产业的文件法规。

昨天上午，靖远县表示，将彻
查枸杞加工环节问题，对违规违法
责任人依法严惩。 据央视


